
关于徐州会战时间之我见

马仲廉

　　徐州会战, 是抗日战争初期继淞沪、太原会战之后, 又一次重

要的战略性战役, 凡有关抗日战争初期或全过程的著作均必论及,

也有许多对此次会战或其中的某一事件的专题论著。但对会战中

的若干重大问题, 论者则有不同说法, 如关于会战的开始与结束时

间, 竟有五六种说法并存。笔者意图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见解, 以

供学者研究。

一

　　徐州会战从什么时间开始至什么时间结束, 历来说法不同, 有

的差距甚大, 从近年来出版的论著中可以看到如下几种说法。

　　 (一)从 1937 年 12 月起至 1938 年 5 月 19 日止。例:“徐州战

役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

次战役。从 1937 年 12 月起, 华北、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

铁路和台潍 (台儿庄至潍县)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⋯⋯中国军队

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。5 月 19 日, 徐州被日军

占领。”①

　　 (二)从 1938 年 1 月至 6 月。例:“徐州会战　1938 年 (民国二

十七年) 1 月至 6 月, 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抗击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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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进攻的重要战役。”①

　　 (三)从 1938 年 1 月下旬至 5 月下旬 (或 6 月初)。例:“日军先

后集中 8 个师、5 个旅 (支队) 约 24 万人, 于 1938 年 1 月下旬开始

南北对进, 夹击徐州”,“徐州会战是继淞沪、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

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, 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, 历时 4 个多

月。”②

　　 (四) 1938 年 1 月至 5 月。例:“1938 年 1 月至 5 月, 在第五战

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, 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了以徐州为中心

的苏、鲁、皖三省交界地区的作战。”③

　　 (五)从 1938 年 2 月 3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。例:“本会战经过,

自民国 27 年 (1938) 2 月 3 日起至 5 月 28 日止。”④

　　 (六)从 1938 年 4 月 24 日起至 5 月 18 日止。例:“台儿庄战役

后, 日军统帅部发现在徐州附近集结着大量的中国军队, 于是决心

集中全力围攻徐州⋯⋯于 4 月 24 日颁布了新的《华中派遣军徐州

会战计划》, 以 5 月中旬为限, 联络华北方面军攻徐州, 消灭中国野

战军之主力”,“18 日, 我军放弃徐州, 李宗仁率司令长官部渡过涡

河, 进入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地。这样, 历时月余的徐州会战就这样

结束了。”⑤

　　以上几种说法, 对照史实可看出, 关于会战时间的划分: 第一

种是从华中日军占领南京后, 派第十三师团于 1937 年 12 月中旬

北渡长江进占邵伯、天长、滁县、盱眙和华北方面军第十师团于

1937 年 12 月 23 日由青城、济阳之间南渡黄河开始, 至 1938 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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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9 日日军占领徐州为止; 第二种是从北线日军南渡黄河后, 其

第十师团于 1938 年 1 月占济宁、邹县和第五师团由胶济线南下陷

诸城、蒙阴等地开始, 至 6 月花园口决堤日军停止追击为止; 第三

种开始时间与第二种相同, 而结束时间则是以日军占徐州后, 华中

派遣军于 5 月 21 日奉大本营令将各部队逐次向淮南集结, 华北方

面军一部在徐州附近集结为止; 第四种与第三种说法大体相同; 第

五种是从中国军委会于 1938 年 2 月 3 日下达第五战区作战命令

开始至战区部队突围撤退到达指定地点为止①; 第六种是从 1938

年 4 月中旬台儿庄战役结束后, 日军再次南进开始至中国军队放

弃徐州之日为止。

　　以上几种说法究竟哪种比较正确, 我提出下面的看法。

二

　　会战开始时间决定于中、日两军何时决定在徐州地区决战和

何时开始作战行动。而首先应考虑作为进攻一方的日军的决定与

行动。下面简要阐述 1938 年 4 月前, 中、日两军在津浦沿线的作战

计划及作战行动。

　　日军华中派遣军于 1937 年 12 月攻占南京后, 以第十三师团

于当月中旬由镇江北渡长江。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一部奋勇迎击。经

战斗后, 日军于 1938 年 2 月上旬到达了淮河南岸与中国军队隔淮

河对峙。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十师团于 12 月 23 日由青城、济阳之间

南渡黄河, 连陷周村、济南和泰安。接着第五师团沿胶济线进占青

岛。截至 1938 年 2 月上旬, 北线日军进至济宁、泗水、蒙阴、诸城、

青岛一线, 这时, 中日战争总的形势是, 日军已经攻占了华北五省

的大部和南京、上海、杭州三角地区, 并且形成了南北夹击以徐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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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中心的中国第五战区的战略形势。但在此时, 日本政府作出了安

定占领区, 不扩大战区,“更不要进行新区作战”的决定。1938 年 2

月 16 日, 日本政府根据参谋本部的意见, 召开了御前会议, 决定了

《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纲要》, 其要点是:

　　第一、方针

　　确保在中国现已占据的地区 (包括华北方面的津浦线以

西直到黄河一线) , 并期望其安定, 同时完成对苏中两国作战,

作为军的实质的整备。对第三国尤其对苏联须严加警戒。

　　在情况允许之前, 对上述战区不要扩大, 更不要进行新区

的作战。

　　第二、作战指导要领

　　一、华北方面

　　确保胶济沿线, 并向济南上游黄河左岸一线继续作战。尔

后, 大概在确保以上两界限以北地区的安定外, 对敌人后方可

继续进行航空作战。

　　二、蒙疆方面 (略——笔者)

　　三、济南、浦口铁路沿线 (津浦线)不扩大现有地区以外的

作战面。

　　四、华中方面

　　在与海军配合确保现已占领地区的安定外, 对敌人后方

可继续进行航空作战。如果情况允许, 争取获得必要的航空基

地。①

　　在此之前的 2 月 14 日, 日军颁发《大陆命第五十九号》, 决定:

“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协同海军负责确保大致包括杭州、宁国 (宣

城)、芜湖以北扬子江右岸地区内各要地的安定, 并以航空部队对

上述地区以外的敌国内要地继续进行攻击。”同日颁发的《大陆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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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九号》与上述命令基本内容相同, 不同的是有“得占领扬子

江左岸要地。”的内容。① 3 月 10 日, 日军又颁发了《大陆命第七十

五号》, 其要点是:

　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除负责确保从胶济沿线及济南经上游

黄河左岸现已占据地区的安定外, 以航空部队继续攻击敌国

内要地, 并应极力充实各部队的战斗力。②

　　日军华北方面军遵照上述命令, 于 3 月 10 日命令所属部队,

指出:

　　一、由于各兵团的勇敢战斗, 使黄河以北之敌军主力几乎

濒于溃灭, 华北大致平定。二、在方面军加速肃清占领地区的

残敌, 以加强治安的同时, 主要以航空兵力加重对敌压制, 要

求更加积极而有力地充实战斗力量。③

　　再看中国方面。

　　1937 年 10 月 16 日, 第五战区成立, 当时遵照军事委员会的

意图, 拟定了战区作战计划。其方针是:

　　一、保有鲁省大部及苏北地域, 与敌行持久抗战。二、作战

初期, 应扼守黄河及沿海要点, 直接阻止敌人之侵入; 不得已

时, 亦须逐次诱敌深入鲁南及苏北地区, 准备会战, 予以极大

打击, 取得最后胜利。④

　　12 月 7 日,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作战命令, 决定:

　　一、战区为确保山东要地之目的, 以现在前方部队, 直接

守备东海、青岛及胶东半岛各海岸, 沿黄河阻止由津浦北段南

下之敌; 以后方部队集结徐州、商邱一带, 准备策应。 (二、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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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略——笔者) ①

　　当日军形成了南北夹击战区的形势时, 第五战区于 1938 年 2

月 3 日下达作战命令, 其要旨是:

　　战区决对津浦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河以南地区, 由其侧方

连续予以打击, 渐次驱除肃清之; 同时巩固鲁南山地。对津浦

北段及陇海东段取侧击之势, 牵制敌人南下或西上, 以拱卫徐

州。②

　　按照这一方针, 战区于 2 月 6 日命令第三集团军向济宁和汶

上日军攻击; 第二十二集团军向邹县、曲阜日军攻击; 第三军团夺

取蒙阴、泗水。攻势于 2 月 12 日夜展开, 开始时虽有进展, 但立即

受到日军的反击而无法继续。

　　日军第二军早有夺取徐州的意图, 曾多次请求进行徐州作战,

但遭到日军统帅部的拒绝。这时乘反击中国军队之机, 再次申请追

击中国失利的军队, 并说明:“追剿眼前之敌, 绝不是深入南进作

战。”③ 经批准后, 日军第二军即组织一部南下。这样就出现了滕

县、临沂和台儿庄之战。

　　从以上情况可看出, 在 1938 年 3 月之前, 中、日双方均尚未提

出在徐州地区举行会战的计划。

三

　　在台儿庄战役期间, 日军大本营发现在徐州地区有大量的中

国军队出现, 认为这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大好时机, 于是决定实

施徐州会战, 并在会战后将预期 1939 年进攻武汉的时间提前在徐

州会战之后接着进行。1938 年 4 月 7 日下达了《大陆命第八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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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》作战命令。其要点是:

　　一、大本营企图击败徐州附近之敌。

　　二、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

之敌, 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。

　　三、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,

击败上项徐州附近之敌, 并占据徐州 (包括在内) 以南的津浦

线及庐州附近。

　　同时颁发的《大陆指第一百零六号》, 内容与以上命令相同。其

另册《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》的要点如下:

　　第一、方针

　　华北方面军以一部有力部队及与之相配合的华中派遣军

一部, 击败徐州附近之敌, 并占领津浦线及庐州附近。

　　作战开始时间预定于 4 月下旬。

　　第二、要领

　　一、华北方面军约以 4 个师团向陇海沿线发动攻势将敌

击败。为此, 以主力从北面击败徐州附近之敌, 约以 1 个师团

从兰封东北方附近向敌退路归德方向进攻。

　　二、华中派遣军约以两个师团 (其一部担任后方警备) , 从

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。为此, 从津浦沿线地区进击, 尤其

应力求切断敌之退路。

　　三、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以北津浦线, 将敌击败后占领兰

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。

　　四、华中派遣军击败敌军之后, 占据徐州 (包括在内)以南

津浦线及庐州附近。

　　五、两军作战要紧密联络。

　　六、(略——笔者) 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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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遵照《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》, 华北方面军于 4 月 10 日制

定了《徐州附近作战指导方案》, 其方针为:“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线

以东吸引住敌之大部兵力, 从徐州西面及西南面包围, 切断退路,

攻占徐州, 歼灭敌人。”在指导要领中决定:“第一期迅速给第二军

增加必要的兵力。该军大约在韩庄、峄县、沂州一线附近将敌扣住,

尔后准备攻击。”第二期“于 4 月下旬以急袭战术开始攻势运动

⋯⋯”① 4 月 17、18 日, 以作战部长桥本群组成的“大本营派遣班”

召集华北方面军、华中派遣军和临时航空兵团的参谋人员, 在济南

举行作战碰头会, 协调作战行动。会后, 华北方面军于 4 月 23 日下

达《方面军作命甲第二百九十四号》命令。华中派遣军于 4 月 24 日

制定了《徐州会战计划》, 其中作战时间规定:“军预定于 5 月 5 日

左右开始前进, 根据情况, 预期在 4 月底以后可能开始前进”,“决

战时间大概定为 5 月中旬。”②

　　按照以上命令, 北线日军第二军执行第一期“吸引住敌大部兵

力”、“将敌扣住”的计划。以其第五师团于 4 月 16 日攻击临沂; 第

十师团于 18 日拂晓从枣庄、传山口、兰陵一线转入攻势。南线日军

第六师团于 4 月 23 日从芜湖出发向合肥攻击。南北两线日军从此

展开了攻击徐州的作战行动。

　　中国方面, 由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, 鼓舞了军事当局, 并发现

日军调兵向津浦线北段集中, 企图决战。于是在 4 月间颁发了《国

军作战指导方案》, 其方针是:

　　国军以确保徐州为目的, 应对沿津浦铁道及沂河南下之

敌切实阻止, 并以有力部队威胁敌之侧背, 俟迂回部队到达临

沂、费县、滕县线上并集结相当兵力于徐州附近后, 然后以主

力由南面转取攻势, 歼灭敌军。至万不得已时则用逐次抵抗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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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守洪泽湖、微山湖中间地区。第二、三战区除以一部直接或

间接支援徐州方面之作战外, 主力应积极进攻当面之敌, 使敌

不得放胆转用其兵力于津浦北段。①

　　在同时作出的《军令部作战计划》中指出:

　　敌近日抽调他方面 (即我第一、第二、三战区方面)兵力集

中于津浦北段以求与我军决战应采取何种对策。

　　我军应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他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

队, 迅速集中于第五战区方面以求与敌决战, 同时第二战区利

用优越态势极力反攻收复晋省, 第一、第三战区相机反攻以牵

制敌人。各地游击部队更应极力活跃以期能随时随地妨害敌

人而求得决战方面之胜利。

　　拟抽调之部队列左: (略——笔者) ②

　　会战展开以后, 军事委员会判断:“敌当集中兵力打通津浦线,

并求击破我军主力, 以达速战速决之目的。”于 5 月 1 日颁发《国军

作战指导方案》, 其方针是:

　　国军以阻止敌打通津浦路之目的, 在鲁南集结相当限度

的兵力, 行攻势防御。但敌如由国内大举增援至兵力较我绝对

优势时, 则应避免决战, 逐次抵抗, 以消耗敌之战力, 同时在武

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, 准备诱敌深入与之决战。③

　　从以上中、日双方的作战计划与作战行动可看出, 在 1938 年

4 月之前双方均尚无在徐州地区会战的意图, 而决定在此地区会

战是在台儿庄战役尚在进行和以后的 4 月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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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　　下面研究会战结束的时间。

　　会战结束时间, 应以按照作战计划 (或补充作战计划) 达到会

战目的, 并实际停止作战行动为准。

　　会战展开以后, 日军由南、北两方面夹击徐州, 并迅速形成了

对徐州地区中国军队的合围形势。中国军队被迫放弃与日军决战

计划, 突围撤退。军委会 5 月 15 日决定放弃徐州。第五战区 16 日

下达撤退命令, 除留一部在鲁南、苏北外, 主力向徐州西南方向突

围。徐州于 19 日被日军占领。

　　日军占领徐州后, 大本营于 5 月 21 日指示各兵团:

　　一、扩大徐州会战的战果, 大约止于兰封、归德、永城、蒙

城联结线以东。二、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使参加徐州会战的部

队继续沿津浦线地区进行扫荡, 务必尽快向淮河 (包括在内)

以南地区转进。但第十三师团可配置于蚌埠的淮河河畔; 预定

将其转属于第二军。三、(略——笔者) ①

　　5 月 29 日, 日军大本营决定:“越过兰封、归德、永城、蒙城、正

阳关、六安一线进行作战, 须经批准。”但华北方面军不顾大本营决

定, 于 6 月 2 日下达了向兰封以西追击的命令。其要点是:

　　一、敌主力有开始向京汉线以西后退的模样。二、方面军

决定首先向中牟、尉氏一线追击敌人。三、第二军司令官应一

并指挥第十四师团及其配属部队, 向上项指定一线追击。另

外, 令一部迅速挺进切断京汉线。②

　　日军第二军遵令沿陇海线及其两侧西进。中国第一战区部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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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节阻击。日军于 6 月 6 日攻占开封, 7 日攻占中牟。郑州危急, 中

国军队于 8 日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, 造成了大面积的泛滥区阻止

日军追击。

　　日军华北方面军于 6 月 6 日颁发《作命甲第三三四号》命令:

　　一、由于各兵团的果敢神速地急追, 敌已溃乱, 其大部逃

入京汉线以西, 开封亦已陷落。二、方面军决定将在陇海沿线

作战兵团, 逐次集结在开封、杞县、亳县、宿县一带, 准备下期

作战。①

　　至此, 会战的作战行动完全结束。

　　根据以上情况, 徐州会战的结束时间应是日军下令停止追击

的 6 月 6 日。

　　综合以上资料和史实分析, 徐州会战的时间应为, 1938 年 4

月 16 日日军第五师团再次攻击临沂, 18 日第十师团由枣庄、传山

口、兰陵一线转入进攻开始, 至 6 月 6 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下令停止

追击, 部队集结为止。在此时间之外的其他作战行动, 都不属徐州

会战。台儿庄战役当然也不属于徐州会战的范围之内。台儿庄战

役不应作为徐州会战的前期或一个阶段, 而应为单独的一个战役。

(作者马仲廉: 1929 年生,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 李仲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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